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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企業的組織與管理因素，影響勞工工作安全認知之模式，採用多構面建構的模型，連結預

測變項組織因素、中介變項管理支持工安及效標變項工作安全認知，透過構面選定、問卷設計、樣本選取與施測、統計分

析與討論等步驟，驗證本研究在學理上及實務上之應用價值。研究結果發現如下： 一、勞工個人特性被證實在不同的工作

年資、工作部門、教育程度、職位、訓練次數上， 對工作安全認知各構面存在顯著相關。 二、組織氣候、主管公平、目

標一致與管理支持工安變項之間，被證實存在顯著的相關。 三、管理支持工安與工作安全認知變項之間，被證實存在顯著

相關。 四、管理支持工安為中介變項，被證實在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之間存在顯著的媒介效應。 根據研究的結論，就管

理涵義上提出幾項建議，供個案企業及學術界後續研究之參 考： 一、組織除落實執行安全法規和保險制度之外，需從教

育訓練和激勵主動積極的人生態 度，引導勞工維持樂觀積極的職場工作觀念，形成企業的安全文化。 二、主管和安全人

員必須提升屬下邁向安全的知識和態度，透過?勵和互評展現對勞工的 關心。 三、組織要直屬主管成為一個安全的提升者

，就應給他們足夠的領導訓練、權力和資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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